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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平台，供用户在线观展或在线游览，而是在大多数人因

疫情封控被迫居家期间，以直播的形式组织各博物馆讲解

员在线讲解馆中特色藏品。比起在线观展形式，直播表现

形式能够更直观地使用户和讲解员之间形成良好的、顺畅

的互动。此外，这种屏幕留言与讲解员回复产生的交互性

感觉，能够最大程度消解人们居家所产生的孤独感、距离

感，大大增加了用户“云游博物馆”的积极性和参与感。

传统文化博物馆利用精品文物打造出文物IP，还能够

赋予文创产品新的活力，给线下游客和线上用户带来更多

新鲜感，也增强了博物馆自身文化品牌的感染力和魅力，

加速了传统博物馆的创新演进。在IP积累了一定线下游客和

线上用户的喜爱度后，博物馆应当进一步利用科技，挖掘IP

的线上新媒体内容，例如，将IP形象与AI技术相结合，利用

5G网络，顺应直播热潮，以虚拟主播的形式入驻哔哩哔哩

等新媒体平台，将该IP虚拟主播形象打造成知识型网络意见

领袖（KOL），向更多线上用户讲解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

化、丰富的文物、特色的资源，讲述博物馆内的特色藏品

及其背后的故事，使艺术、文化、历史知识内容以更有趣

有益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形成集内容生产、流量变现、

产品消费为一体的产业链，在反哺博物馆的同时，也能增

强其传统文化传播力度。

3、探索元宇宙博物馆展览的可能性

元宇宙（Metaverse）概念最初来源于科幻小说，是指

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链接与创造的，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

的虚拟世界，简而言之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化、数字化

过程，它需要在共享的基础设施、标准及协议的支撑下，

由众多工具、平台不断融合、进化而最终成形。当前，为

发展线上用户，增加文化品牌线上传播力度，各大博物馆

都已将自身馆内藏品进行了数字化复制或复原，馆内的数

字化藏品可以运用到线下展览中的AR、VR等用户体验设施

中，但由于线下展览场地空间所限，能够投入使用的数字

化藏品十分有限。

正 如 多 篇 关 于 元 宇 宙 的 研 究 性 文 章 所 说 ， 尽 管 “ 元

宇宙”的含义和界定、特征和特性等均存在复杂性和模糊

性，但关于元宇宙技术在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的创新性

探索在不断发展。要突破传统博物馆展陈模式的局限，需

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将数字化、智慧化生活空间通过元宇

宙搭建线上博物馆分馆，这样既满足了馆内数字化资产保

存和展示需求，也打破了现实空间壁垒，即使因条件制约

无法亲临，也能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一睹藏品风采，这

使得分布于世界各地，对中华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用户通过线

上方式，在虚拟主播线上导览下进行无差别游览。此外，

现阶段博物馆、艺术机构在不同城市举办的藏品数字化外

展都需要通过租借展览场地，配合当地不同设备才能够完

成，若利用元宇宙空间，数字外展可完全通过线上活动进

行搭建和展览，展览场地也不再受物理空间大小限制，更

利于实现大众美育。除线上博物馆的搭建和展出外，博物

馆还可与其他如知名品牌、机构、游戏等数字体进行线上

结合，实现商业变现，增加博物馆收入，为更好保护线下

藏品，维护数字化资源提供资金支持和有效补充。

网 络 虚 拟 主 播 本 质 上 属 于 虚 拟 人 ， 虚 拟 人 是 指 以 数

字形式存在的，具有人的外观、特点、行为，依赖显示设

备展示的虚拟形象，本质上是让用户感觉到人格的数字形

象。当下，虚拟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包括虚拟主播、虚

拟偶像、虚拟记者、虚拟助手等等。在元宇宙中搭建出的

线上博物馆中，以博物馆IP形象打造的虚拟人可以以亲历

者或讲述者的身份进行博物馆文化内容输出，为博物馆打

造独特的数字文化品牌。这样一来，既提升了博物馆IP附

加值，将线上文化IP与NFT（Non-Fungible Token，数字化

藏品）消费进行有机结合，又丰富了故事讲述形式，随着

用户参与度的增加，博物馆文化与互联网用户之间的情感

得到维系。同时，线上用户可在游览数字展览馆的同时，

对面前展柜里的藏品直接下单，使游览与文创产品购买实

现无缝衔接。数字博物馆虚拟人可通过更具亲和力的形象

出现，文化传播的形式将更加多元。同时，虚拟人不管作

为网络主播、线上讲解员，还是作为文物的亲历者、讲述

者，都可保证每天24小时在线，随时满足用户需求，且虚

拟人的言行举止完全通过科技呈现，并不与现实中的任何

真实人物进行捆绑，这不仅可以避免其知名度与自身价值

提高后“另谋高就”，还能够完全规避人设崩塌的风险，

使博物馆品牌形象更加完美。

博物馆是保护传世文物、传承历史文化，服务社会大

众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传统博物馆主要依靠门票与线下

周边产品盈利，向游客提供游览观赏服务，并在此基础上

发挥文化教育的功能。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

条件，主动谋求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在传统博物馆功能

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提高文物展示传播水平，加大

宣传推广力度，对于当前各级博物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重

要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给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贺信中

所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

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

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8]

提高文物展示传播水平，就要求文化传播的呈现方式与文化

品牌的打造模式拥有更多创新形式。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就需要博物馆通过打造独特的品牌文化，举办品牌主题活

动以及系列直播等，实现社会美育与内容服务齐头并进、

文化传播与商业盈利相辅相成的展营模式。只有将蕴含在

文物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全新的科学技术深度融合，探索

数字博物馆多元化模式、不同媒体的融合传播形式和元宇

宙 博 物 馆 展 览 的 可 能 性 ， 实 现 展 览 内 容 的 优 质 化 、 多 元

化，探索展览形式的丰富性和创新性，在传播中国优秀传


